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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顺应金融综合改革总体

趋势的积极探索、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资金需求的战略举措、符合发展升级战略客观要求的创

新实践。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要确立先行先试的总体定位、重点领域和预期目标，

尤其要以生态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积极探索金融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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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但是，目前江西省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迫切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江西省金融业却存在发展不足、不能较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客观需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容易导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供血不足”。在谋

划“十三五”大局之际，如何找到一个“撬动点”，推动江西省金融业跨越发展，破解金融业“供血

不足”问题，进而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成为一个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积极面对并加

以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提出江西以生态金融为主题申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为“

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构想，积极向国家争取具有“含金量”的政策支持，并以此为“撬

动点”，优化全省金融业发展布局，提升金融对产业的服务水平，推动江西省金融业跨越式发展，进

而以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支撑带动江西各项事业发展。



一、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大现实意义

生态金融是一种将金融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通过金融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本进人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的市场化制度安排。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国家金融综合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和江

西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顺应金融综合改革总体趋势的积极探索

目前，国家正积极推进金融综合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

和运行机制，发挥金融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从 2012 年起，国务院先后设立了 5 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即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沿边金融综

合改革试验区、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从不同领域开展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给全

国金融综合改革提供经验借鉴。这 5 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从区域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东

南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南沿边地区，在中部腹地还没有;从主题看，涵盖了民营金融、城市金融、农村

金融、统筹城乡发展金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沿边金融、财富管理等领域，生态金融这一主题还是

空内（见表 1)。在生态金融领域申报国家级试验区，从区域和主题来看都还是有待探索的领域。江西

在这一金融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改革和试验，努力为我国深人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提供经验借鉴，是一

次符合国家金融改革总体趋势的积极探索。

(二）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资金需求的战略举措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提出了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又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和“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

明建设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资金投入问题 3 无论是生态环境建设，还是生态产业发展;无论是环境污染

治理，还是生态系统修复;无论是转方式，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人，迫切需要有更多

生态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借助金融杠杆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江西省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省份之一，负有先行先试，在若干生态文明重大制度上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典型模式的责任和使命。在生态金融领域，申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先行先试

，既是解决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资金需求、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有益经验的战略举措，也是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符合发展升级战略客观要求的创新实践

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金融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一书中详细考察了金融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指出

“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因

为 T 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产业升级尤其是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离不开现代金融的

支持和催动。面对金融发展不足的客观现实，可以说，江西省产业升级正在等候一场“金融革命”。

在生态金融领域，申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会给江西省带来极好的发展机遇甚至可以说是一

场“金融革命”，进而带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江西经济发展升级进程。

二、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主要路径

探索建设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立先行先试的总体定位、重点

领域和预期目标。

(一）总体定位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引领自主创新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以生态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率先在省内加快推进

中央已经作出部署和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系列金融改革，积极探索金融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

和新途径，着力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提高金融规模和交易效率，提升金融服务质

量和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努力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

系，为我国深人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二)预期目标

一是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进省内金融集聚区建设，实现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组织在赣集

聚发展，完善网点布局和设立区域性管理总部、业务运营总部、后援服务中心和培训基地，鼓励为生

态文明建设服务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组织）蓬勃发展，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多元化金融

组织体系。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冇序开

发跨机构、跨市场、跨领域的生态金融业务。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生态金融服务考核评价办法，探索在

市场准入、弹性存贷比等方面实施差别化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和实体经

济的综合能力，充分发挥金融在推进发展升级战略中的引领作用。

三是健全金融风险防控。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增强消费者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力口快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完善信用服务市场，推动征信产品应用，加大对失信行

为的惩戒力度;推进监测预警、情况通报、监管协调和工作联动等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提



高地方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能力；支持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履职，有效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

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三）重点试验领域

围绕生态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预期 0 标，结合试验区的生态特点，应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创

新。

一是培育生态金融机构。引导现有金融机构设立生态金融部门，开展生态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为涉及环境和资源的企业或项 H 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完善绿色信用评级制度

和绿色信贷机制，加强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达不到闺家环评和排放要求的项目或企业授信申

请的审核，积极向“生态银行”转型升级。

二是探索生态资源交易。加快综合性生态资源交易试点，积极探索定量化的 ft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价值评价方法，将排污权、碳排放权、水资源等生态资源设计成可交易的生态金融产品，运用优先交

易权等市场手段实现生产企业“外部性效应”内部化进而优化生态资源配置，加快生态资源向生态资

本转化。

三是设立环境保护基金。由政府引导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引导社会金融资本加大

对环境保护的投人力度，积极推进环境领域 PPP 模式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激励绿色企业、环保企

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使社会资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人能获得合理冋报，提高环境保护项

目融资支持能力。

四是鼓励生态建设直接融资。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专门发行一批用途为生态建设的政府债券

，筹集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资金，重点支持社会效益好且资金需求量大的生态工程和环保项目；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生态类、环保型企业上市融资，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融资规模，

引导企业把募集到的资金投向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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